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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家庭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赵雨嫣　贾　凝

（鞍山师范学院，辽宁 鞍山 11401）

摘要：中国的家庭教育现状大多以孩子为中心，大多数家长都是以自我生活经验，以自我想法决定教育孩子的方法，因此，现阶段

幼儿家庭教育的问题及如何改善这样的家庭教育观念，是本文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我国幼儿家庭教育现状进行分析，

从而提出当下我国幼儿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寻找解决办法，以期得到良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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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幼儿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

“中国式的教育”大部分的家庭皆是孩子为顺从的主体，每

一位家长都是以一句“我都是为你好、我不会害你”等语言中让

孩子走入自己理想的成长道路中。以至于孩子到了青春期出现极

度的叛逆，亲子之间没有办法进行和平的沟通，双方也不具有平

等的话语权。家对于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归宿场所，给予人类安

全感。幼儿是弱小的群体没有完整的社会生存能力，独立生活的

本领，在吃喝拉撒上完完全全依赖着父母。幼儿的学习方式是“模

仿”，幼儿学会的第一句话是在父母一遍一遍期待下模糊不清吐

露出来的，父母的一言一行、言语态度、行为举止是可以在幼儿

生活的举动言语中显现出来的。如今网络发达经常可以在各种网

络媒体中看到“某某某弑父、某某弑母、某儿童因被批评离家出

走”等字眼的新闻出现。当然在这些新闻中没有办法去评头论足

到底是孩子错还是家长的错，但是很明显我国的家庭教育是非常

堪忧的，亲子间的关系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不仅仅是某个

家庭的悲剧，也是反映了我国“中式教育”现状出现了很大很严

重的问题。在陈鹤琴《家庭教育》中，强调的是家庭的教育对于

孩子的成长中起着重要性——每个父母和家庭成员都是保护和关

心幼儿的对象，幼儿在家庭中得到身心与情感上的舒适和温暖。

他还强调“孩子是否具有好的生活习惯，思想是否健康都是家庭

教育应该完全负责的”。他更认为“家庭教育影响着国家的兴亡”，

培养儿童有一颗爱国有的心。陈鹤琴的思想至今都是每一位家长

值得去深入学习与借鉴的。

二、我国家庭教育的现状

在没上学之前的孩子而言他们所处环境的人际交往之间很简

单，在家中所处的亲子关系本质上更像是这二种关系的概括——

血缘关系、师生关系。第一点因血缘关系的存在父母对孩子有着

非常强的保护，一是孩子不具有独自生存能力；二是现在的生活

物质条件越来越优渥，各种升学考试压力很多家长都是未雨绸缪

给孩子准备好未来的一切，过来人的想法强加给孩子。第二点同

伴关系，孩子的脱氧核糖核酸都是来自于父母，在一些习惯、性格、

脾性上都与父母相似，在生物学上两种影响人的因素只剩下环境

因素了。那么作为孩子的首任老师，面对在模仿是时期为主要学

习方式的幼儿来说，“老师”是否拥有给予孩子一个良好的适合

生活的环境如：精神上的环境，物质上的环境。答案很显然并不

同时具备，能具有这样家庭教育意识的家长少之又少。

三、我国幼儿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家长缺少对孩子全方位的关注

幼儿的学习内容是一日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学习生活中点点

滴滴的事情没有传统意义上学校课程的安排，因此在家庭教育中

家长的关注中心点并不是精神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更多关心的是

生理方面，吃饱，穿好，不生病就是普遍性的要求。作为家长没

有办法科学的知道了解孩子的生长情况，身心发展水平，甚至在

出现问题之前是不会去过度关注这一方面的。这只是家庭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之一，当然这一点对家长来讲是严重缺乏的一项内容。

（二）经济束缚家长缺席孩子的成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维持完整

家庭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的经济状况好的家庭比经济状况差点家

庭相比对孩子的放任度更高，关爱与陪伴更少。在很多经济状况

低的家庭中，家庭中的可劳动力——父母，要去思考如何获取金钱，

更多的时间都会放在工作上面，时间虽然很多但是不参与孩子的

成长，错过孩子生长的黄金时期对孩子缺少爱，无论是缺少父母

哪一方的关爱都是影响日后性格、思想的形成，影响着日后每一

个举动及决定。

（三）畸形的家庭环境影响孩子性格

即便国家现在出台了“双减政策”，但依然不能阻挡家长为

孩子报很多兴趣班的现象。“孩子累，家长费钱”这对于经济状

况低的家庭而言是夫妻吵架的因素之一，家庭气氛影响孩子性格，

幼儿时期目睹过多父母吵架、打架会误使幼儿上学之后出现在园

打小朋友的行为，他认为打架可以解决一切，如果家长在日常生

活中用语不当幼儿会进行效仿，不仅会在家出现语言不好的现象，

上幼儿园还会传播给别的幼儿，严重导致很多幼儿都是裂变不好

用语日的参与者。处于长期家庭纷争的幼儿，叛逆期相比在家庭

和睦生长的幼儿更容易冲动，长大后危害社会的概率更大。对于

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而言，孩子虽然有了更多开阔眼界的机会但也

是承受了太多这个年纪不能承受的东西，如：个别孩子会出现心

理问题，缺少父母陪伴与管教，会出现易怒，不珍惜事物的情况

发生。

（四）缺失科学的幼儿家庭教育观念

1. 隔代教育认知差别

隔代亲的溺爱导致很多幼儿不喜欢妈妈或者不喜欢爸爸，在

母亲或父亲的教育中会有背叛者出现。母亲或父亲在教育幼儿时

孩子会产生害怕、反感等情绪，这时家里的老人出现不仅不帮忙

教育还趁机取得孩子的好感。把教育者变成了孩子最讨厌的对象，

以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了家庭里的重大难题，也是很多家庭分

崩离析的导火索，把隔辈亲变成了隔辈溺。它对于幼儿心理发展

和人格塑造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也是家庭矛盾与阻碍幼儿的

发展问题关键因素之一。

2. 看管过严

很多家庭对于孩子的事情上过于重视和敏感。有很多家庭在

孩子的房间安装上了摄像头，这对于孩子而言是没有隐私权的，

在家里会有恐惧感，也不会得到安全感，长此以往对于孩子而言

家长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即便是自己所想的也会出

现叛逆心理，拒绝父母的决定和提议。没有一定的私人空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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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决定权、没有尊严，这样的幼儿可能没有能力去反抗，一

旦他有能力开始反抗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五）家长的教育意识不能与时俱进

家长总认为教育与学习的事情上，上幼儿园有老师进行管教

与约束，缺少主动参加教育孩子的意识。导致家长教育意识不到

位的原因有如下：首先家长并不像幼儿教师一样术业有专攻，不

了解教育职业中的基本知识与内容，其次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不同

从而导致育儿观的参差不齐，没有意识到站在父母角色上应该在

教育等方面上多注意自身方面。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不与老师及时

沟通，缺席孩子的各种活动，幼儿教师也没有办法进行科学的给

予相应符合该家庭出现的教育问题、亲子问题的相应建议。家长

是育儿教育路上的重要参与者，不可缺席也不能逃避。

四、解决幼儿家庭教育问题的对策

（一）给予孩子及时与全面的关注

避免在青春期时期孩子不听管教，首要任务就是在建立良好

的亲子关系，我国家庭特别是在青春期时期亲子关系都是非常的

紧张，这是一个值得每位家长去思考的问题。在陈鹤琴《家庭教

育中》指出，父母提供给幼儿的环境应该快乐多痛苦少，父母尽

可能的较少让幼儿感受到恐惧与惊吓，发展健康的身心是父母教

育的首要任务。他还强调德育方面，德育要从娃娃抓起，注重幼

儿的品德，实质上不仅仅是教他如何成为一个人，另一方面也反

映父母素养与内涵，孩子就像父母的作品，不是结了婚生了孩子

有一个住的地方就是名副其实的父母了，比如农民种地，首先他

要有地和种子其次是培养种子长大成苗到结穗的方法与过程，不

懂方法不了解种地的一二如何能种出好的庄稼呢。教育孩子也是

同理不知道教育孩子的方法如何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人呢。每个

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父母常常习惯把自己的想法与过往的遗憾放

在孩子身上完成，对于子女与家庭情况之间，父母往往是把子女

看作能成龙成凤的对象去看待，父母要学会接受孩子的普通与平

凡。要与孩子做朋友，从而走进孩子的内心，多与孩子进行游戏，

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孩子吃饱了穿暖了，更要

注重孩子的心理。成为他们父母的同时也要以朋友的角色进行沟

通与疏导，避免孩子在叛逆时期彼此亲子关系不融洽，不能进行

合理的平等的沟通。及时沟通与奖励，自信的孩子是在夸奖中成

长出来的，在生活中被忽视、关爱少的家庭中孩子心理出现不同

程度的问题，孩童时期反抗手段不会那么明显，一旦到青春期，

家长与孩子之间如同仇敌。孩子在游戏中或是在生活中某一刻的

表现家长要及时观察到并做到及时表扬或有针对性的表扬，让幼

儿知道什么是对的，在幼儿犯错时让幼儿明白错在哪里，不应因

为一时不理智过分的惩罚孩子，孩子就好比一张白纸，在面对陌

生的世界时，只有慢慢地探索，家长应该做好示范，正确的引导

幼儿成长。

（二）不制造不应有的焦虑

每个家庭情况不同，家长之间不要出现攀比心理，攀比心理

受害的永远是孩子，给孩子造成负担，目前义务教育是九年制，

以后我国义务教育普及达到十二年时，孩子的压力是只增不减的。

上幼儿园之前可以选择与家庭情况符合的早教机构，选对不选贵。

如没有能力及不考虑早教机构的家庭，父母更应该了解儿童生长

发展规律，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亲子关系是孩子的第一个人际

关系，家长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往往显示了这个家庭的教育是否成

功与有效。最重要的是给予幼儿身体和心灵上的爱，给予安全感，

幼儿时期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品德品质，这

是作为家长在家教育孩子最基本的任务。在为人父母之前要对幼

儿的培养有一定的规划，了解幼儿时期孩子的身心状况时刻了解

孩子的内心以便及时疏导。如果某件事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是有帮

助的，作为家长应该尽量去支持，陪伴孩子合作完成，让孩子相

信父母，缩小家庭问题改善亲子关系，给自己一些空间也给予孩

子一些独立成长的空间。

（三）合理的约束及适当的放纵

卢梭的教育主张是培养自然人，让孩子自然地生长，但不是

在外在知识包围中的成长。家长可以提供相应的学习环境，针对

于补课，可以先让孩子针对某一项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

从而选择做还是不做的问题，不要强迫幼儿学习过多的技能，幼

儿的天性就是玩，玩中学、玩中成长，每个人都有童年，但不是

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童年，孩子的童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把握好培

养幼儿的适当时间，给予相应的自由，才能培养出一个身心健康

的幼儿。网络发达时代孩子们在网络上见识到的事物多，在接受

新鲜事物方面能力较强，亲子双方在思想上产生着差异，这也是

很多家庭亲子关系不和睦的原因之一，适当的让幼儿接触网络环

境，但是不要过多地接触，家长要把握好幼儿接触的网络环境方向，

成人消遣的短视频方向不适合幼儿去接触，可以让幼儿使用电子

设备通过小游戏获取知识。在孩童时期，孩子对各种事物还不具

备相应了解，作为父母一定要把握好各方面的尺度。

（四）提高科学的教育意识

在新时代孩子再也不像 80 后 90 后那样了，棍棒底下出孝子

那一套不再适用了，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幼儿，而且不允许

幼儿有自己新奇的想法，也不要以亲情的名义去过多过分的进行

亲情道德绑架，不要认为老老实实的孩子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

不要成为孩子眼里最讨厌的人，不要去剥夺孩子的想法与意愿，

从幼儿的角度出发理解幼儿的真正需要。不要觉得自己是过来人

希望孩子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只有自己走完该走的路，经历相应

的挫折才会对他的人生有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夫妻之间要互相尊

重理解，为幼儿提供温馨幸福的家庭，不要让孩子在家庭的战争

中成长，父母关系紧张随着孩子的长大会越来越缺少安全感。平

等的对待亲子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放下长辈的架子，去倾听孩子

的需求。在面对犯错的孩子时尽量的平息自己的怒火，客观的解

决矛盾点，不要任何事情都包办替孩子去做，让孩子自己学会承

担责任，不要害怕孩子失败，让孩子懂得失败与成功的滋味，自

己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有助于人类个体的成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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